
火红石榴带来红火生活

2 0 2 3年金秋时节，果农们忙得不亦乐
乎。“石榴是我们当地的支柱产业，近几
年石榴平均交易量达到了每年4万吨左右，
全镇有近6000户农民从事和石榴相关的行
业。”榴园镇镇长徐旭说，每年9月中旬至
11月中旬是石榴交易的黄金期。

“种石榴跟养孩子一样，得精细着
哩！”在果园里，果农李永水谈起他的石
榴“增产经”——— 建大棚、套纸袋、挖排
水渠、树苗间种，这样做大大提升了石榴
的品质，每亩收入能达到一万多块钱。

2 0 2 1 年，5 0 0余粒“豫石榴”“黑美
人”石榴种子随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进入
太空，首次尝试太空诱变育种。眼下，在
资源库太空诱变育种试验园中，完成定植
的石榴苗已长到1米多高。

种质资源是石榴产业的“芯片”。枣庄
建成了国内唯一的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
库，近年来还不断扩大种质资源库规模，
大力开展优良品种研发培育。其中，“秋
艳”通过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林木良种
审定。目前，“秋艳”成为峄城石榴的代
表品牌和我国北方石榴产区更新换代的首
选良种。

枣庄市石榴研究院研究员侯乐峰说，以
往育种以资源选优为主，为此他几乎走遍
了国内所有的石榴产地。“哪怕只是一个
两 三 亩 的 小 果 园 ， 我 也 要 进 去 看 看 尝
尝。”

石榴好吃好看，更能帮助老乡致富。前
些年，万景园盆景基地的负责人张忠涛牵
头和10余户从业者一起成立了峄城区万景

园苗木盆景专业合作社，大家抱团发展，
获取规模效益。现在合作社盆景规模已达2
万盆，每年销售额达400万元左右。在他的
带动下，一批年轻人加入到石榴盆栽行
业，并进军电商市场。

强壮工业“筋骨”

挺起发展“脊梁”

枣庄曾因资源困局而短暂沉寂，然而百
年矿山塑造的枣庄，始终坚强不屈、兴业
图强。

在“强工兴产、转型突围”路上，最亮
丽 的 一 张 “ 产 业 牌 ” 要 数 锂 电 新 能 源
产业。

随着锂电产业步入快速增长期，锂电池
生产制造企业对电解液的需求成倍数增
长。亿恩科天润电解液项目二期于2023年9
月16日顺利投产，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13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根据客户需
求，公司将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的研发成果
进行产业化生产，计划今年启动1 0 万吨
（三期）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该公
司总经理叶付臣说，项目达产后，年产能
从3万吨扩大到23万吨。

产业园区是枣庄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
强力引擎。

来到台儿庄区，或许就能看到理想园区
的样子。2023年以来，台儿庄区精心谋划锂
电产业园，引导锂电企业集聚发展，推动
实现“产业园就是产业链、上下楼就是上
下游”。

欣安创能年产1GWh锂离子电芯项目由
湖南兆科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具备日产20万支锂电池和年产15万组电池包

生产能力。项目通过租赁开发区闲置“立
体式”厂房，推动“工业上楼”，办公、
研发、生产空间垂直分区，大幅提高土地
使用效率，节约用地指标30亩。该项目也
是丰元锂能在台儿庄首家下游合作企业，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10分钟即可送达，区内
配套、链式发展效应显著。

山东启力元日产100万支高端锂离子电
池项目在推动深化产业协同上也颇具亮
点。目前，企业正在同丰元、天和对接合
作，拟通过建设管道实现电解液“隔墙”
直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原材料本地
化率。

目前，全市锂电企业发展到120家，锂
电产业营业收入增长80%以上，入选省首批
十大先进制造业集群，“百年煤城”正在
向“中国新能源电池名城”华丽蝶变。

刚刚过去的2023年，枣庄市被列为全省
工业母机“1131”突破工程“三核”之一，
玻璃新材料产业集群入选省特色产业集
群，储能产业集群入选省未来产业集群，
“匠心枣庄”文化创意和器械装备产业集
群入选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3家企
业入选省“十强”产业集群领军企业，全
市“6+3”现代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2800
亿元。

瞄准五轴机床，占领机床产业高端市
场，枣庄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国际高端五轴数控机床生产基地项目是
机床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环。威达重工
总经理吕慧彬说，目前全力加快施工进
度，争取今年6月份完成基建施工，10月份
部分投产，项目建设完成后可年产1600台五
轴加工中心。

作为机床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龙头链主
企业，威达重工近几年一直坚持走自主创
新道路，在主轴、转台、刀库、五轴铣头
等关键零部件上实现了突破，运用工业互
联网赋能，打造了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
厂，不断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链群化已经成为全市抓产业发展的统一
方向和广泛共识。滕州市滕阳高端机床创
联体项目，盘活闲置土地招引集聚9家机床
相关企业入驻，推动实现了园内企业技术
共享、设备共用、融合发展。薛城区奥瑞
金绿色智能包装项目，能够为青啤产业园
直供易拉罐包装，每年可节省综合物流成
本500余万元。山亭区嘉富显示智能终端项
目，填补了区内显示终端产业空白，为博
雷顿、牛电、汉诺等企业提供配套。

“五个一”发展思路

凝聚跨越赶超共识

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枣
庄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
合，既在方向上保持定力，又在策略上与
时俱进，逐步形成了“五个一”的发展
思路：

锚定“一个总体目标”，即聚焦“强工
兴产、转型突围”目标不动摇，推动资源
型城市加速崛起；

抓牢“一条工作主线”，即坚定实施工
业倍增计划，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突破
园 区 、 育 强 企 业 ， 促 进 工 业 经 济 提 质
增效；

建立“一套落实机制”，即健全完善重

点事项帮包服务、差异化考核监测、实绩
晾晒警示机制，确保各项工作“紧在平
时、干在当下、成在实处”；

创优“一组发展环境”，即以链长制为
抓手创优产业环境、以“枣解决·枣满
意”诉求办理平台为依托创优营商环境、
以信用体系建设为先导创优社会环境、以
“山水林田大会战”为保障创优生态环
境、以常态化推进干部思想能力作风建设
为载体创优政治环境，全面夯实高质量发
展的要素基础；

保持“一种奋进状态”，即牢固树立领
先争先率先意识，瞄准“增速进位、总量
前移”持续发力，推动单项工作争一流、
整体工作上水平。

可以说，“五个一”的发展思路来源于
工作、升华于实践，是推动枣庄跨越赶超
的战略引领和战术支撑，必须用心把握、
长期坚持。

回眸枣庄2023年的每一步，不难发现，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党、重点在人、关键
在干。

安排12位市级领导领衔推进32项重点改
革事项和3 0 项共性改革任务，成功争取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等15个国家级试点落
户枣庄……在枣庄，干部就是要带头干，
冲在一线干。

“常态化推进思想能力作风建设，必须
认清现实挑战，以自我革命破冰除弊。奔
着问题去、盯着弱项改才能扫除顽瘴痼
疾，锻造过硬队伍。”在中国共产党枣庄
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枣
庄市委书记张宏伟说。

过去的一年，枣庄始终坚持把为民造福
作为最大政绩，拿出近八成财力谋民生之
利、解民生之忧，办成了一批增进百姓福
祉的实事好事。备受全市人民关注的济枣
高铁开工建设，标志着枣庄即将跨入“双
高铁”时代；校车专线正式投入运营，偏
远农村学生的求学之路更加安全顺畅；运
动健儿顽强拼搏，在杭州亚运会创造了三
金一银的历史最好成绩；“乐业枣庄”
“惠保枣庄”“文韵枣庄”等幸福画卷渐
次铺展，家家户户的“小愿景”正逐步变
为值得期待的“新图景”。

““66++33””现现代代产产业业集集群群营营业业收收入入突突破破22880000亿亿元元

枣枣庄庄：：激激扬扬转转型型振振兴兴态态势势
运运河河之之水水，，潮潮奔奔浪浪流流；；抱抱犊犊山山下下，，蓬蓬勃勃生生机机。。
过过去去一一年年来来，，枣枣庄庄市市委委、、市市政政府府聚聚焦焦““强强工工兴兴产产、、转转型型突突围围””目目标标，，坚坚定定实实施施工工业业倍倍增增计计

划划，，集集中中精精力力大大抓抓产产业业、、主主攻攻工工业业、、突突破破园园区区、、育育强强企企业业，，推推动动全全市市经经济济运运行行保保持持““进进中中提提
速速、、量量质质双双升升””的的良良好好态态势势。。

““数数字字””是是努努力力最最好好的的证证明明，，也也是是汗汗水水的的见见证证。。22002233年年11——1111月月枣枣庄庄市市1166项项主主要要经经济济指指标标中中
有有1111项项指指标标增增幅幅居居全全省省前前55位位，，其其中中88项项指指标标增增幅幅居居全全省省前前33位位，，GGDDPP增增幅幅连连续续77个个季季度度高高于于全全省省平平
均均水水平平，，先先后后获获评评““国国家家公公交交都都市市建建设设示示范范城城市市””““全全国国社社会会信信用用体体系系建建设设示示范范区区””等等多多项项国国
家家级级荣荣誉誉，，展展现现了了老老工工业业基基地地创创新新转转型型的的强强劲劲势势头头，，焕焕发发出出资资源源型型城城市市蝶蝶变变振振兴兴的的蓬蓬勃勃生生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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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枣庄新城
②台儿庄古城
③枣庄锂电生产车间
④峄城冠世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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